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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红花籽油产品开发提供参考，通过对相关既往研究的归纳总结，综述了红花籽油的主

要营养成分、健康功效研究情况，介绍了红花籽油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

望。红花籽油的营养功效成分主要有亚油酸、维生素 Ｅ、植物甾醇、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为金合欢
素）。红花籽油具有抗氧化、改善心脑血管健康、保护神经系统、改善肥胖等多种健康功效。红花

籽油除食用外，在畜牧业中也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今后应加大对红花籽油健康功效和作用机制

的研究，创新红花籽油加工工艺，提高功效成分的保留率，促进红花籽油在多领域的应用。

关键词：红花籽油；营养成分；健康功效

中图分类号：ＴＳ２２５．１；ＴＳ２０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９６９（２０２４）１０－００６６－０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
ＷＡＮＧＸｉ１，２，ＳＨＡＮＧＪｉａｙｉ１，３，ＨＵＩＪｕ１，３，ＺＨＡＯＪｉｎｋａｉ１，２，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ｕ１，３，ＷＡＮＧＬｉｍｉｎｇ１，２，ＣＨＵＢａｉｊｕｎ１，３，ＡＮＴａｉ１，２

（１．ＣＯＦＣＯ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９，Ｃｈｉｎａ；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９，Ｃｈｉｎａ；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Ｆｏ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ｍａｉｎ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ｉｎｏｔｈｅｒｆｉｅｌｄｓ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ａｒｅｌｉｎｏ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ａｎｄ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ａｃａｃｅｔｉｎ）．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ｈａｓｍａｎｙ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ｔｉ－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ｏｂｅｓｉｔｙ．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Ｉｎ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ｃ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ｉｎｍａｎｙｆｉｅｌ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ｓｅｅｄｏｉｌ；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ｅｆｆｅｃｔ

　　红花（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Ｌ．）是菊科红花属植
物，原产于埃及，后传至中国［１］。中国是世界红花

主要产区之一，且主要集中在新疆、河南、四川及云

南等地。新疆是我国红花的主产区之一，其已形成

三大主产区，即塔城、伊犁河谷和昌吉，新疆红花种

植面积大，常年保持４．００万 ～５．３３万 ｈｍ２，且品种
资源丰富，中国作物种质信息网收录的新疆红花品

种有３００多种［２］。红花的花冠为传统中药材，籽为

重要的油料。以红花籽为原料制取的红花籽油亚油

酸含量高达８０％左右，是亚油酸含量最高的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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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红花籽油还含有维生素Ｅ、植物甾醇和黄酮等
多种活性物质，是小品种油市场中深受消费者喜爱

的油种之一。红花籽油的制备工艺主要为压榨法和

溶剂浸提法，此外还有水酶法和超临界萃取法［３］。

我国红花籽进口量从 ２０２０年的 ３．６５万 ｔ上升至
２０２３年的１１．１１万 ｔ（数据来源于国家粮油信息网
和中粮集团），说明红花籽油的市场在逐年扩大，需

求量也在逐步增加。近年来相关标准的发布，如

Ｔ／ＸＪＬＳＸＨ１１０７—２０２２《新疆好粮油 红花籽油》，推
动了红花籽油的品质提升和规范化发展。随着研究

的深入，红花籽油的健康功效逐渐被发现和挖掘，因

其极高的亚油酸含量和广泛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尚缺乏对其成分、功效及应用的

科学的全面总结。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前期研究

进行系统综述，全面梳理红花籽油营养成分和健康

功效研究进展，以期为红花籽油后续加工工艺和营

养功效研究、食用油产品开发提供参考。

１　红花籽油的营养成分
１．１　主要营养素
１．１．１　亚油酸

亚油酸是ｎ－６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也是人体
必需脂肪酸，膳食来源主要为植物油，如红花籽油、葵

花籽油等。红花籽油被称为“亚油酸之王”，综合既往

实验研究发现其亚油酸含量介于７６．００％～８２．４５％。
不同产地红花籽油的亚油酸含量有差异，其中新疆红

花籽油亚油酸含量最高可达８１％～８２％［４－５］。

１．１．２　维生素Ｅ
维生素 Ｅ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生育酚

（ＴＥ）和生育三烯酚，共８种化合物。其中 α－生育
酚在自然界分布最广泛，活性也最高，β－生育酚、
γ－生育酚和δ－生育酚的活性分别为α－生育酚的
５０％、１０％和２％［６］。α－生育酚的天然存在形式是
ＲＲＲ－α－生育酚，又称 ｄ－α－生育酚，合成的 α－
生育酚为ｄｌ－α－生育酚，其活性仅为天然α－生育
酚的７４％［６］。Ｍａｔｔｈａｕｓ等［７］的研究显示，红花籽油

中维生素 Ｅ的含量为４７．２９～７３．０９ｍｇ／１００ｇ（以
α－ＴＥ当量计），而本实验室测定数据显示红花籽油
中维生素Ｅ的含量为５３～６３ｍｇ／１００ｇ（以α－ＴＥ当
量计），含量差异可能与红花的品种和生长条件不同

有关。研究显示，人体对维生素Ｅ的需求量与不饱和
脂肪酸的摄入量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在不额外摄入多

不饱和脂肪酸的状态下（基础状态下），α－生育酚的
最低摄入量为４～５ｍｇ／ｄ，而在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主要是亚油酸）的饮食中，为了维持多不饱和脂肪

酸在体内的稳定性，α－生育酚的额外需求量为

０．４～０．６ｍｇ／ｇ（以亚油酸质量计）［８－１０］。
１．２　其他微量营养素
１．２．１　黄酮类物质

研究显示，红花籽油中总黄酮含量为 ９８．８２
ｍｇ／１００ｇ［１１］，显著高于大豆油（１．３１ｍｇ／１００ｍＬ）［１２］。
金合欢素是红花籽油中主要的黄酮类物质之一，可

以防止因紫外线Ｂ（ＵＶＢ）诱导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１
（ＭＭＰ－１）表达而导致的皮肤光老化，具有作为抗
皱剂改善皮肤健康的潜力［１３］，同时也具有降低氧化

应激、减缓糖尿病发展进程、调节血脂代谢等积极作

用［１４－１７］，是一种很有开发潜力的物质，其功效及作

用机制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１．２．２　植物甾醇
植物甾醇是一大类化学物质的总称，包括 β－

谷甾醇、菜油甾醇、豆甾醇等。我国居民膳食中植物

甾醇的主要来源是谷类和植物油，分别占总摄入量

的３９％和４０％［６］。红花籽油中植物甾醇的含量为

４３０．０６ｍｇ／１００ｇ［６］。红花籽油中植物甾醇含量与
其加工工艺和贮藏时间有关，超声波辅助乙醇萃取

脱酸相较于碱炼脱酸能有效保留红花籽油的植物甾

醇［１８］。植物甾醇与胆固醇结构相似，能够竞争性抑

制肠道对胆固醇吸收，降低体内胆固醇水平。研究

表明，３ｇ／ｄ是植物甾醇在人体安全和有效降低胆固
醇的剂量［１９－２０］。

２　红花籽油的健康功效
２．１　抗氧化作用

吕培霖等［２１］研究表明，红花籽油有较强的体外

抗氧化活性，其二甲亚砜溶液具有很强的 ＤＰＰＨ自
由基、ＡＢＴＳ自由基清除能力及 Ｆｅ３＋还原能力，总抗
氧化能力超过丁基羟基甲苯（ＢＨＴ），并认为红花籽
油具有作为保健食品或临床用药进一步开发和推广

的价值。

２．２　改善心脑血管健康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ＣＶＤ）已成为人类健康

的主要威胁，由总胆固醇（Ｔ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ＬＤＬ－Ｃ）水平升高引起的脂质代谢紊乱是导致
ＣＶＤ和动脉粥样硬化（ＡＳ）的重要因素。红花籽油
中亚油酸含量非常丰富，动物实验表明，红花籽油对

心血管健康有积极作用。如：Ｈａｌｍｉｎｓｋｉ等［２２］将４５
只大鼠随机分为３组，分别饲喂含１０％鱼油、红花
籽油或棕榈油的饲料，结果发现，与饲喂棕榈油饲料

相比，饲喂鱼油和红花籽油饲料的大鼠磷酸酯水解

量分别显著降低了３７％和２２％，这种变化直接与血
脂水平有关，侧面说明了鱼油和红花籽油对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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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积极作用。Ｓａｔｏ等［２３］对雌雄载脂蛋白 ｅ缺
失小鼠饲喂含等量饱和脂肪（等质量比的棕榈油和

猪油）或红花籽油的饲粮，为期９周，结果显示，红
花籽油饲粮降低了 ＡＳ水平、ＴＣ水平、肝脏酯化胆
固醇水平，提高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
水平。Ｌｉ等［２４］将７５只小鼠随机分为５组，即基础
饮食组（ＢＣ组）、胆固醇饮食组（胆固醇含量为
１ｇ／１００ｇ的饮食）、胆固醇饮食 ＋１４％红花籽油组、
胆固醇饮食 ＋１４％橄榄油组、胆固醇饮食 ＋１４％肉
豆蔻酸组，为期６周，结果表明，在胆固醇饮食中添
加红花籽油或橄榄油，增加了胆汁酸池的产生量或

胆汁酸的排泄，减少了肝脏胆固醇的积累。人群实

验研究也证实了红花籽油对血脂的改善作用。Ｃｏｘ
等［２５］选取４１名生活在新西兰的健康人群，连续６
周食用富含黄油、椰子油或红花籽油的饮食，结果发

现，红花籽油和椰子油组人群的ＬＤＬ－Ｃ和载脂蛋白
Ｂ（ＡｐｏＢ）水平显著低于黄油组。Ｍｏｒｇａｎ等［２６］研究

了在原有低脂饮食中额外添加红花籽油或橄榄油对

血脂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经过２周低脂饮食的受
试者，其ＬＤＬ－Ｃ浓度降低了１３％ ～１４％，ＨＤＬ－Ｃ
浓度降低了２０％～２５％，在原有饮食中加入红花籽
油或橄榄油后，ＬＤＬ－Ｃ浓度仍可维持较低水平，并
得出了降低血清ＴＣ和 ＬＤＬ－Ｃ水平需要减少饱和
脂肪，而不是总脂肪的结论，提示在日常饮食中可以

使用红花籽油等不饱和脂肪含量较高的植物油代替

部分饱和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红花籽油调节血脂

的作用机制为通过提高ＣＤ３６、脂肪酸酰基辅酶Ａ合
成酶（ＦＡＳ）、肉碱棕榈酰转移酶－Ｉ（ＣＰＴ－Ｉ）β基因
的表达来增强肝脏的β－氧化能力［２７］，以及通过激活

血清胆固醇的肝脏摄取和胆道排泄过程来缓解外源

性高胆固醇血症［２８］等。

亚油酸对心脑血管健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了红花籽油对心脑血管健康的作用。多项研究显

示，亚油酸对高脂血症患者的血液指标改善具有积

极的作用，添加亚油酸的饮食干预均观察到受试者

ＴＣ、ＬＤＬ－Ｃ含量下降，部分人群同时表现出血清甘
油三酯（ＴＧ）含量下降和ＨＤＬ－Ｃ含量上升［２９］。膳

食中亚油酸高摄入量和体内亚油酸浓度升高都与２
型糖尿病风险降低显著相关［３０］；经常食用富含亚油

酸的食物（坚果、红花籽油）可以预防由缺血引起的

恶性心律失常，降低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３１－３２］；脂

肪组织中亚油酸含量与全缺血性脑卒中和大动脉粥

样硬化性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呈负相关［３３］。

２．３　保护神经系统
细胞实验结果显示，亚麻酸和亚油酸对特定小

胶质细胞免疫功能的调节可能是观察到的某些饮食

模式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联系的机制之一，例如与

地中海饮食相关的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风险降

低［３４］。Ｇｈａｒｅｇｈａｎｉ等［３５］研究发现，红花籽油能显著

提高胚胎神经干细胞（ｅＮＳＣｓ）的活力和增殖能力。
因此，红花籽油对神经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具有成为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辅助治疗药物的潜力，但还需要

人群实验来深入研究。

２．４　改善骨骼健康
骨质疏松多发于老年人和绝经后妇女，是由于

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骨微结构破坏，造成骨脆性增

加，从而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绝经后妇女

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为男性

的４倍［３６］。Ａｌａｍ等［３７］选取雌性 ＳＤ大鼠９０只，随
机分为３组，每组３０只，Ⅰ组进行假手术，Ⅱ、Ⅲ组
切除卵巢，８周后，Ⅰ、Ⅱ组每天给予载体溶剂（空白
对照），Ⅲ组每天口服红花籽油（１ｍＬ／ｋｇ），持续３０
ｄ后，与Ⅰ、Ⅱ组相比，Ⅲ组大鼠血清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ＩＧＦ－Ｉ、ＩＧＦ－ＩＩ）、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
白－３（ＩＧＢＰ－３）、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ＢＡＬＰ）水
平显著升高，表明红花籽油对去卵巢大鼠骨质疏松

症有改善作用。

２．５　抑制肿瘤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红花籽油对肿瘤生长具有抑制

作用。Ｏｋｕｎｏ等［３８］研究发现，饲喂含有５％红花籽
油基础饲粮的肝癌大鼠，其肿瘤的增殖率、肿瘤相

关基因表达明显低于饲喂 ５％牛脂基础饲粮的
大鼠。

２．６　经皮肤吸收改善血液脂肪酸组成
Ｓｏｌａｎｋｉ等［３９］研究了红花籽油作为按摩油的经

皮肤吸收情况，将１２０名婴儿随机平均分为红花籽
油组、椰子油组和无油对照组，取５ｍＬ指定的油涂
抹于皮肤，按摩至吸收，一日４次，连续５ｄ，随后分
析血清样本的 ＴＧ和脂肪酸谱。结果表明，红花籽
油组的ＴＧ、亚油酸、花生四烯酸的含量显著上升，其
他脂肪酸含量无显著变化，表明红花籽油可以经皮

肤吸收并进入血液，改善血液脂肪酸组成。Ｍｉｌｌｅｒ
等［４０］研究发现，皮肤涂抹红花籽油可改善肠管切除

术患者血浆的脂肪酸组成，表明外用红花籽油可以

作为必需脂肪酸缺乏治疗手段之一，但组织储存的

充分性仍然没有答案，如果采用这种治疗方式，需要

监测肝功能。以上实验结果提示红花籽油可以经皮

肤吸收改善血液脂肪酸组成，但还需要更多的功效

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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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改善肥胖、利于减脂
Ｋｉｍ等［４１］对大鼠喂食以红花籽油或牛脂为基础

的等能量饮食８周，结果发现，与喂食红花籽油的大
鼠相比，长期喂食牛脂的大鼠体脂肪含量更高。

Ｚｈａｎｇ等［４２］将４０只３周龄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５％
猪油＋５％红花籽油）、高猪油组（４５％猪油＋５％红
花籽油）和高红花籽油组（４５％红花籽油 ＋５％猪
油），１０周后，１０只高猪油组小鼠改为高红花籽油饲
料饲喂，结果显示，红花籽油饮食可以改变小鼠脂肪

细胞中肥胖相关基因的表达，从而有效改善饮食性肥

胖。Ｈｓｕ等［４３］研究表明，红花籽油可以通过激活肝

脏中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ＰＰＡＲα）上
调脂肪酸分解代谢基因的表达，并通过抑制腹膜后白

色脂肪组织（ＲＷＡＴ）中的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
１ｃ（ＳＲＥＢＰ－１ｃ）下调脂质储存和脂肪生成基因的表
达来减少脂肪堆积，减轻肥胖程度。Ｓｈｉｍｏｍｕｒａ等［４４］

以红花籽油或牛脂为基础的等能量饲料喂养大鼠４
个月，结果发现，食用红花籽油的大鼠体脂堆积明显

减少，这种差异是由于红花籽油饮食诱导的产热作用

更大和脂肪氧化率更高所致。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红

花籽油具有改善肥胖的作用，且有利于减脂。

２．８　预防糖尿病
糖尿病是因胰岛素分泌不足和（或）胰岛素利

用障碍引起的代谢紊乱性疾病，以高血糖为主要标

志。长期高血糖会导致人体多个组织，特别是眼、

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和功能障碍。不饱

和脂肪酸能够增强绝经后女性的胰岛素敏感性，通

过特异性肠道菌群及肠道脂肪调节，降低肥胖／超重
受试者发展为２型糖尿病的风险［４５－４７］。红花籽油

中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推测其在降低绝经后

妇女２型糖尿病风险方面也具有类似效果。Ｈｉｇａ
等［４８］给予妊娠糖尿病大鼠含有６％橄榄油或６％红
花籽油的饲料，结果发现，补充橄榄油和红花籽油可

以极大地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胎儿畸形率，并且能够

预防母体糖尿病诱导的胚胎和蜕膜中前列环素 Ｉ２
（ＰＧＩ２）和前列环素 Ｅ２（ＰＧＥ２）浓度的改变以及一
氧化氮（ＮＯ）的过量产生。Ａｓｐ等［４９］开展了随机双

盲交叉研究，涉及 ５５名绝经后肥胖 ２型糖尿病女
性，其中３５人完成了这项研究，受试者每日服用８ｇ
共轭亚油酸（ＣＬＡ）或红花籽油，持续１６周，结果发
现，与服用 ＣＬＡ相比，服用红花籽油可以显著改善
受试者血糖、炎症和血脂水平，具体表现为糖化血红

蛋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提升、Ｃ－反应蛋白降低、
ＨＤＬ－Ｃ水平提升。以上研究表明，红花籽油在女
性群体中具有糖尿病防治的应用潜力。

３　红花籽油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红花籽油除食用外，还可在添加在饲粮中。研

究显示，在羔羊饲粮中添加红花籽油，可以提高瘦肉

组织中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减少饱和脂肪

酸含量，降低肝脏中胆固醇含量，且不会对羔羊的生

长性能、胴体特性或颜色稳定性产生不利影

响［５０－５１］。饲料中添加红花籽油对奶牛产奶也有一

定影响。Ｗｕ等［５２］的研究发现，在奶牛饲料中添加

一定量的红花籽油，可提高产奶量，同时牛奶中的硬

脂酸、油酸和亚油酸含量也增加。Ａｌｉｚａｄｅｈ等［５３］的

研究也证实了饲料中添加红花籽油能够提高奶牛的

产奶量。因此，红花籽油在畜牧业中也具有一定的

应用前景和商业价值。

４　总结及展望
红花籽油是日常饮食中很好的亚油酸和维生素

Ｅ的来源，同时具有抗氧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抑
制肿瘤等多种健康功效，日常生活中适量摄入红花

籽油，对维持身体健康状态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国

内对于红花籽油健康功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待深

入，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从

以下几方面深入开展：①对传统油脂加工工艺的创
新，提升红花籽油营养素的保留率和稳定性；②探究
红花籽油中的营养成分，挖掘多种天然活性物质，探

究多种健康功效以扩大应用领域，同时明确营养成

分与功效间的剂量效应关系、作用机制，在分子水平

上开展深入研究；③紧跟大健康产业发展步伐，布局
红花籽油在功能食品、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等多

领域的应用，同时探究红花籽油与其他种类食用油

复配的功效，使红花籽油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前景和

开发价值，带动红花全产业链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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